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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《成都市金牛区财政志》(以下简称财政志)历时一年零九个

月，现已编纂成书，将为后世留点笔墨，望能有所补益。

；成都市金牛区，地处川西平原，自流灌溉，物产丰富。全区面

积为404．9平方公里，有人口56万，以农业为主。主产大米、小麦，

油菜，经济作物有生猪，蔬菜、千海椒及蛋，奶，鱼等，是成都

市人民副食品生产基地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

金牛区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，特别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来， “改革开放刀的方针，进一步调动了全区人民的生产积极

性，农村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，它不仅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，还带动

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。农村经济的变革，促进国民经济不断高涨，

全区工农业总产值1 986年就突破十亿大关，1 990年达到1，657，760千

元，比1978年增涨10倍。

经济是财政的基础。金牛区财政状况如何?《财政志》如实作

了回答。《财政志》着重收集了解放初期、 “大跃进矽时期、 “文

革”时期以及改革时期以来，有关财政机构，财政管理，财政收支

等方面的资料，对有历史联系的部分还追溯到民国时期，是一部内

容比较完整的地方性专业志。

《财政志》在编纂过程中，坚持以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，坚持党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对历史上出现的问题，运用历史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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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物主义和辩证法，实事求是的反映金牛区财政的历史和现状。

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，要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地方志

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。《财政志》由于财

政工作的职能覆盖面广，它既如实记录下财政方面的情况，也必然

折射当时生产，生活诸方面，尽管有得有失，将给人们以启迪，这

也是我们的愿望o。| ，‘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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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992年9月1 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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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，《政财志》的体例：是遵照《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》

规定的基本要求编纂而成。

二，《财政志》的体裁是以“记、志．．图、表、录"五种体裁，

达到图文并茂。

三，《财政志》的结构：是以类系事，以事系时；以事横排，

以时纵写。并照顾到史实间的相互联系。

四，《财政志》的征编范围：因成都市金牛区区域变化较大，

为了使史实不致中断，在征集资料上是以原成都县地域为主线。解

放前部分，主要收集原成都县的资料。解放后部分，收集了成都

县，成都市龙潭区，成都市万年区，成都市郊区、成都市金牛区等

时期有关资料。

五，《财政志》的行文：采用语体文、记叙体，各种表格使用

阿拉伯字，但在行文中为了层次分明，兼用一，二，三等汉字数
～

码。

六，《财政志》的断限，下限断至1 990年1 2月，上限根据需

要，远的上溯到民国元年(1 91 2年)。

七，《财政志》的年代记叙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(简称解

放前)，用帝制纪年或民国纪年，另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；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立后(简称解放后)一律用公元纪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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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‘|。

“财政"是一个名词，它的概念是指一种分配形式，是指以国

‘家为主体的分配形式。社会再生产是生产，交换，分配，消费的统

。一，‘财政是分配问题，’属于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环节。财政这种分

配，是一种特殊的分配，它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国家为了实现

其职能，必须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，它将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价值形

式集中起来，形成国家财政收入，又将这些收入进行再分配，形成

国家财政支出。由于财政分配，国家始终处于主体地位，这种分配

就和其它任何分配不同，它具有集中性，强制性和无偿性。 、

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，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。财政

历来是支持国家的存在、发展和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。正如

列‘宁指出的： “任何社会制度，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，才

会产生。"(《列宁全集》第33卷第424页)o财政在我国的历史也

是源远流长，曾经历奴隶社会，封建社会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

社会主义社会，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中，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

其积极作用。纵观我国历史证明：凡财政充裕则国家中兴，凡财政

衰竭则国家动乱直至天亡o
‘

我国的财政状况，在清朝中期还有相当基础，乾隆五十六年

(1791年)+，全国实征银4，359万两，实支银3，177万两，收支相抵，

盈余I，1 82万两。嘉庆时代岁入虽稍减，然出入相抵仍有盈余。但

从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鸦片战争失败后，由于军需浩大，财政

出现赤字。至成丰时代，内有太平军起义，外有英法联军的侵逼，



军需急增，财政赤字增大。到同治末年岁入地丁银约2，000万两，

漕折200万两，盐保、盐厘约800万两j常关税约200万两，海关税约

1，200万两，厘金约1，500万两，各省按粮的捐输津贴约1 80万两，

总数为6，000余万两。而岁出则需7，000万两以上，不敷1，000余万

’两。光绪中年以后，初则有中，法越南之战，继则有中，日甲午

战争，后复有八国联军的侵略，战祸不断，军需巨大，’国家财政已

无力负担。光绪二十五年岁入仅8，800余万两，而岁出贝Ij需1 0，1 00

万两。到光绪末年赔款愈重，国家财力枯竭i就庚子赔款而论，‘即

有45，000万两，规定四十年偿清，另加剩。g so，206万两。如此重负；

清王朝只好一面向外借债，一面责令各省摊解。但当时的地方财政

由督抚自专，虽因此各地杂税繁兴，但中央得利甚微，最终导致财

政崩溃地方割据的局面。‘ ；：．
'，

民国时期的财政收入，亦因战事不断而每况愈下，．特别是自民

国三十五年(1 946年)以后，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，使国民党统治

区百业凋零，工人失业，市场萧条，国民经济一蹶不振。民国三十

五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 9，791'f5元(法币，以下同)，支出为55，672

亿元，不敷35，881亿元。民国三十六年(1 947)年全国财政收入为

1 38，300，f5元，支出为409，1 00亿元，赤字达270，800亿元。国民政

府为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，一方面大举外债，仅美国在抗日战争结

束后，以各种贷款和物资的“援助?就有28笔，总金额达50亿美

元。另÷方面则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，滥发纸币大搞通货膨胀。

因此，随着内战扩大财政赤字的激增，’法币的发行量迅速增长：抗

战前，法币的发行量为14亿元，到民国三十五年已增至82，000亿

元，民国三十六年增至400，o0015元，民国三十七．年八月猛增至

芝



、 6，600，o001『5元ci通货膨涨引起物价飞涨，民国三十六年七月物价上

涨了六万倍，到年底更上涨至一十四万五千倍，有的地方还不仅于

此：通货膨涨引起物价飞涨，物价飞涨又促进通货进一步膨胀，如

此循环往复，最终导致国民政府财政的破产。
～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我国财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党和

政府十分重视财政工作，提出了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’’的总方

4针j并从恢复农业生产着手，扩大对农业的投入，帮助农民发展生

产兴修家园，。特别是实行土地改革后，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

高涨，农业生产连年创历史最好水平。农业收入的增加，为新中国

财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8年以后，随着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

设，又产生了一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。全民所有制企业既是国民经

济的领导成分、生产骨干，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暮。1978年

党的十一届三十全会以后，全国执行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，国家一

’方面通过调整政策，调动地方和生产部门的积极性；另一方面通过

加强财政管理，调节中央和地方，地方各级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

间的关系，促进国民经济高迅度地发展。通过十二年时间的改革，

‘农、轻二重的布局更加协调，工业、农业、服务行业的产值成倍

增加，国家财政预算全面实现，新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。成都市金

牛区财政，是一级地方财政，其发展经过和全国·样。1960年成立

金牛区时，正值全国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地方财政出现困

’难，’．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压缩财政开支，区财政根据国民经济

“调整j巩固，充实、提高"的方针，及时实施三项措施：一，开展

’‘‘反对浪费"的群众运动，二，压缩地方国营企业的规模，三，增

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。经过三年的努力，扭转了财政收入下降的局

3



面。1 963年全区财政收入达到了5，71 8千元，比1 961收入5，01 1千元

增加了百分之一十四点一一。而且，财政收入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

1 965年。1 966年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"，十年动乱期间，由于生产

遭到破坏，财政工作受到干扰，区财政再次处于困难阶段。1978年

后，全国执行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，农村经济发生变革，出现了一

大批乡镇企业，带动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。区财政紧跟形势，

把握时机，从资金上给予扶持，并及时调整政策促使乡镇企业向高

层次发展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财源。至此，区财政才步入稳步发展

的阶段。1 989年，金牛区因实现“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结余"而

获得四川省政府重奖。1990年，金牛区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，当

年实现财政收入1 1 1，31 6千元，创历史最高水平。成都市金牛区成

立以来，财政工作在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"方针的指引下；充分

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，支持生产，发展生产，开源节流，为国家积

累了大量建设资金。1 960年至l 990年的三十一年间，共上解国库

474，642千元，其中仅1 990年一年即上解国库65，783千元，为社会

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 一 一。‘，r

综上所述，财政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从奴隶社会到新中国

的成立，都离不开财政。但是，新中国的财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，

它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财政有本质的区别。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

级的财政，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，

而社会主义财政，则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，是取之于民用之

于民的。‘此外，资本主义财政只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条件，

不具有生产性，而社会主义财政则深入到社会主义企业内部，有

明显的生产性。 ，：一 j、 ：j、，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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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记

1 950年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《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》。据

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县在征收农业税上，执行按户全额累进计征

的规定o

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颁发《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，党派，

团体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指示》。据

此，金牛区地域的成都县，从当年7月开始，对国家工作人员实行

公费医疗制度。

1 955年，国务院发出(55)国秘学第171号《关于国家机关工

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》。据此，金牛区

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度。

1956年，国务院发出(56)国议周字第53号《关于工资改革的

决定》。据此，盆牛区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

部实行统一的标准工资制度。 ，

1 958年，中央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。据此，金

牛区地域的成都市郊区，在征收农业税上执行比例税率。 7．

1 959年2月28日，根据成都市郊区人民委员会第三届九次会议

决定，区财政科-9区税务局合并，建立郊区财政局。 (财税第一次

合并)o

1 960年7月1 8日，根据省人民委员会(60)0392号批文，建立

1

]



’

成都市金牛区。同时，金牛区财政局和税务局分别设立。

1 962年4月21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中发(62)1 66-弓"《关

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贯彻中央的“十

项禁条”。禁条内容包括：一、不许挪用应当上缴的税款和利润；

二，不许挪用银行的贷款；三、不许挪用应当归还其它单位的货

款；四、不许把生产成本范围以外的任何开支挤入生产成本，五，

不许挪用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；六、不许挪用固定资产的变价收

入，七、不许挪用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，八，不许自行

提高企业各项专用基金的提取比例，九，不许挪用企业的四项费

用，十，不许挪用基本建设单位储备材料和设备的资金。 ，

1 963年，农业部、财政部联合颁发《关于国营拖拉机站财务管

理的暂行规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进一步加强对区拖拉机站的财务管

理，并执行国家补贴按作业量拨结的办法。 i 7，．

1964年，国家计委，财政部联合发出《关于生产企业调用基建

库存设备的通知》。据此，金牛区执行凡生产企业调用基建单位物

资，一律折价付款的规定。 ．‘·
。一 。～o，；：

1 965年，四川省财政厅发出(65)财预字第1 I 1号《关于清理

小金库的若干具体规定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开展清理小金库的工

作。清理的原则是：，国家的上缴财政；集体的留给单位，个人所有

的发还个人。。 o．．‘

1 967年，四川省财政厅发出(67)财厅字第1 7号．《吴波同志在

五月五日电话会议上的讲话》。据此，金牛区全面贯彻以下四点要

求：一，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促工作；二，加强财政管理，大力组织

收入，三，积极促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；四、紧缩财政开支，实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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